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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城市道路绿地景观功能再认识的基础上 ,以安顺市双阳新区道路绿地景观设计为例 , 分析了集生态、景观、文化于一体的现
代城市道路绿地景观设计新取向及其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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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是人走出来的”, 人曾经是道路的主体, 然而随着时

代的变迁, 如今车成了道路的主角 ,“人”被挤出路外, 人的活

动空间变得越来越小。现代的城市道路设计已越来越侧重

机动车的交通需求, 城市各级道路都在极力扩张车行道, 压

缩人行空间。道路愈发显出躁动、单调、空间缺乏多样性等

问题。

城市道路是城市的结构骨架, 是城市活力的所在, 更是人

流活动最集中的场所。而道路景观是在建立城市交通空间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此, 道路景观在城市景观中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现代城市道路设计已不再仅仅为满足交通功能上

的设计, 更应成为城市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道路

绿地设计过程中应将生态、景观、文化综合考虑, 使城市道路绿

地景观成为城市生态系统的绿色廊道、城市文化气质的展示平

台和城市景观风貌的表达手段。为此, 笔者在进行贵州省安

顺市双阳新区道路绿地景观设计过程中, 探索了集生态、景观、

文化于一体的城市道路绿地景观设计理念。

1  现代城市道路绿地景观功能的再认识

城市道路以其特有的纵横交错形式成为城市的框架, 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形象。城市的一切生产活动

和人们的生活都离不开城市道路 , 道路是人们在户外滞留时

间最多的空间, 是人们认识城市的主要视觉和感觉场所。随

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城市文明的不断进步以及城市生态

学、景观生态学等理论学科的进一步深化, 城市道路及其绿

地的功能亦呈现多样化。首先, 城市道路的一个重要功能就

是展现城市魅力, 反映城市特色。无论是外地过客, 还是当

地居民与城市接触最多的是其道路, 对城市的感知与定性是

通过其道路。其次, 城市道路的线形空间以及其贯穿城市内

外的走向, 使其承载着城市生态系统与外界自然生态系统以

及城市内部斑块状绿地( 如公园) 等不同生态系统之间生态

信息流通的生态廊道, 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第三, 文

化氛围是城市文明的精神浓缩, 城市道路边界信息的连续性

与多样性 , 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城市文化的展示载体。因此

城市道路绿地景观设计应符合城市道路多功能的要求。在

满足交通功能的基础上, 通过整体布局弱化道路空间开敞性

差等诸多不利因素, 以植物为景观要素构成, 创造一种“人性

交通”的绿色道路空间意象。

2  安顺市城市道路绿地景观设计项目概况

该项目主要包括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迎宾大道、机

场路、西航路、星火路和南航路5 条道路的绿地景观设计。

其中迎宾大道是开发区内主干道, 红线宽度40 m, 长度3 .41

km, 道路横断面为一板二带式, 绿化带主要是道路两侧人行

道绿化带, 每侧宽5 m; 机场路红线宽度40 m, 长4 .41 km, 道

路横断面为二板三带式, 绿化带有中央分车带, 宽6 m, 两侧

行道树绿化带, 各宽2 m; 星火路红线宽度40 m, 长2 .81 km,

道路横断面为一板二带式, 绿化带为道路两侧人行道绿化

带, 每侧宽5 m; 西航路红线宽度40 m, 长3 .15 km, 道路断面

有2 种形式, 机场路以东段为一板二带式 , 绿化带与星火路

相同, 机场路以西段为二板三带式, 绿化带主要是中央分车

带, 宽6 m, 两侧行道树绿化带, 各宽2 m; 南航路红线宽度40

m, 长1 .12 km, 道路断面为二板三带式, 绿化带包括中央分车

带, 宽6 m, 两侧行道树绿化带, 各宽2 m。

3  双阳新区道路绿地景观设计原则

3 .1 打破陈规, 标新立异  以往道路绿地设计只注重其生

态防护功能, 单调的树种和重复使城市道路这一展示城市风

貌最佳的场所显得过于呆板和死气, 而且高频率同一元素的

快节奏重复容易引起行驶者视觉的疲劳和精神的疲惫。安

顺双阳新区道路绿地方案中以大气的流线, 组织地被植物图

案, 形成道路绿地具有动感的景观背景 , 充分利用植物千姿

百态的变化 , 组合成各不相同的植物微群落景观, 点缀以生

活化和艺术化的景观小品, 形成道路绿地不断变化的观赏

点, 使道路景观富于变化 , 步移景异, 行进于道路间如同观赏

一部有情节、有线索的连环画 , 景有尽而意无穷。

3 .2  以人为本, 细致入微 社会进步的表现主要在于人类生

活环境的不断改善, 生活行为的日益舒适。城市道路可喻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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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走廊, 联系着城市不同的空间, 穿行于其间的民众有休息、

停留、交流、等待、思考、观赏等多样的和多元的活动需求, 一切

活动均需要相应的空间和环境, 因此在设计中强调以人为本的

原则,在可能和需要的地段开辟小空间, 安排座椅桌凳, 驻足停

留, 惬意轻松, 对人性的关怀更为细致和入微。

3 .3 美化环境, 彰显文化 道路绿地中多样的植物景观, 软

化柔和了道路与两侧建筑的生硬线条, 丰富了色彩, 增加了

变化, 使城市环境体现出生机盎然的自然美, 将建筑美融糅

于自然美之中。然而具有生命力的美是内在的美、文化的美

和艺术的美 , 该设计中引入景观小品, 景观小品以灵活的空

间处理手法很容易协调于绿地景观之中, 多样的造型增加了

景观的多样性, 更重要的是能够展示地方文化和时代特征。

3 .4 动态浏览, 静态观赏  道路绿地景观的最大特点在于

其观赏方式的多样, 有快速的汽车、低速的自行车、慢走的人

流, 亦有驻足停留者, 所以其景观的安排以点为景, 以线带点

形成序列, 每个景点各有不同, 但又有联系, 如此则可以满足

行进中的动态浏览, 使人形成总体的景观映象 , 也可以满足

停留时的静态观赏, 每个画面是一幅现代城市美景 ,“千变万

化一条道, 动观静赏两相宜”。

3 .5 季相变化, 四季有景  繁华的都市不会因季节的变化

而暂停, 忙碌的脚步不会因天气的改变而减缓 , 所以城市道

路绿地景观更不能因季节的交替而萧条。安顺双阳新区道

路绿地设计方案力求植物造景, 多样的植物组合成多样的景

观, 保证了春花秋实、夏放冬敛的季相变化, 不同植物的组合

使植物间相互衬托、随季节的变化互为主次, 四季有景。

3 .6 经济节约, 生态高效  优秀的设计能够使绿地景观以

最低的成本创造出最大的景观效应, 选用生态适应性强的植

物材料, 其绿地建设费用低, 养护费用更低, 绿地中的小品可

用建筑废砖或竹杆为料 , 表面进行艺术化处理 , 既节约了成

本, 又做出了景观。

4  城市道路绿地生态、景观、文化三位一体的设计表现

安顺市双阳新区五条道路在设计风格和形式上统一, 在

设计内容和景观上变化 , 能够体现城市道路绿地生态性、景

观性与文化性统一。

4 .1 植物景观的营造  城市道路交通是城市建设发展的命

脉, 随着城市机动车辆的增加, 交通污染日趋严重, 利用道路

绿化庇荫、滤尘、减低噪音, 改善道路沿线的环境质量和美化

城市已形成了共识。与此同时, 城市道路绿化还是城市景观

风貌的重要体现, 因此在进行道路绿地设计的同时, 要运用

景观生态学原理, 通过道路绿地设计把自然景观、绿化景观

相结合, 形成连续的可以传递生态系统信息、能量的绿色廊

道, 同时又能营造出多样化的植物景观。以迎宾大道为例 ,

其道路绿化主要是两侧人行道绿化带, 每侧宽5 m。路侧绿

化带以地被平面背景景观层、植物小群落组景与景观小品主

景层和行道树立面背景层3 个层次组成 , 且形成横断面的三

角形( 图1) , 这一三角形横断面正好体现了道路绿地景观与

道路空间和两侧建筑空间的协调性。

地被平面背景景观层运用金叶女贞、小叶黄杨、春鹃、夏

鹃、红花继木、金边六月雪等地被植物组织图案, 图案如同飘舞

的彩带, 营造热烈欢快的气氛。植物小群落组景以30 m 的间

距设置, 各小群落由三五种树种组成, 树种形态各异, 随着季节

的变化, 观赏特征相互衬托, 形成生态性的自然景观美。

图1 城市道路人行道绿化带形成的三角形

Fig .1 Thefor medtrianglebysidewalk greenbelt of urbanroad

4 .2  人文景观的塑造 迎宾大道以良好的景观形象、丰富

的文化内涵以及具有时代气息的城市风貌向来宾们展示着

新区发展的活力与精神。在迎宾大道与黄果树大道相交处 ,

形成两个绿岛, 这两处绿岛处于三叉路口, 是双阳新区的眼

睛和窗口 , 因此在设计中注重其视觉观赏特征。在小绿岛内

以雕刻安顺地方文化的代表———地戏面具的五个图腾柱为

立面主景( 图2 、3) , 平面以地被植物勾画龙和凤的图案, 喻

图2 迎宾路绿岛平面图

Fig .2 The plane graphof the greenisland on Yingbin Road

图3 迎宾路绿岛效果图

Fig .3 The effect of the greenisland on Yingbin Road

示龙凤呈祥。大绿岛内以假山石镶嵌三面景墙, 墙面刻以民

俗文化, 可以从3 个不同的方向形成景观, 高度3 m, 平面以

圆和圆弧构景形成圆形和月牙形图案的组合, 喻意新区日新

月异的发展。两侧人行道绿化带内 , 每隔200～500 m 设计一

小品于其中 , 景观小品造型活泼多样, 以白色和红砖本色为

43801              安徽农业科学                        2008 年



色调, 与植物绿色调形成对比。景观小品主要以反映地方文

化为主 , 同时具有上刻路名、做小广告箱等附属功能。

4 .3 营造道路绿地视觉流动景观  道路具有明确的方向

性, 我国道路为右行驶, 因此, 道路绿地应考虑右行驶所产生

的景观方向性。在较宽的道路, 特别是有中间分车带的道

路, 车上的观景者能够更清楚地观赏行车一侧绿化带( 即右

侧绿化带) , 而车中人的视角往往对准斜前方, 因此, 在机动

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一侧的绿化设计应使绿地景观具有明确

的方向性, 同时根据道路绿地景观大多处于动态连续观察的

特点, 运用视线流动和景观导向性, 创造符合人视觉审美要

求的绿地景观。以大尺度和大块面的景观单元营造瞬间整

体绿色景观。如星火路人行道绿化带平面设计以色叶地被

植物构图, 图案如同串起来的彩叶, 又像彩色的波浪 , 具有很

强的动感, 尤其在行进的车上观赏, 如同在花海中乘风破浪

一样。植物组景各不相同, 或高低错落、或深绿浅红, 或色叶

一片、或婀娜多姿、或虬劲有力。辅以组合花箱、竹排绿墙、

清水砖墙配青竹几杆等, 植物组景和小品体现了一种生活

化、艺术化、时代化的气息( 图4、5) 。

图4 人行道绿化带效果图

Fig.4 The effect of thesidewalkgreenbelt

图5 中央分车带绿化景观平、立面图

Fig .5  The plane graph and elevation graph of median greenbelt

landscape

5  结语

近年来, 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以美化家园、改善城

市形象、优化生态环境为目的的园林绿化事业蓬勃发展, 各

城市绿化建设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作为城市绿化主要组

成部分之一的道路绿化与百姓的生活、工作密切相关。优美

的城市环境、宜人的道路绿化是人们对一个地区、一个城市

第一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城市道路沿线有四季常青的

树木以及点缀其间的各种花草时, 并且配上高雅、得体的环

境小品, 可以产生与自然交融、气势壮观的感觉, 给人们以优

美、舒适的享受, 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然而, 随着城市不

断发展与进步, 城市道路绿地景观设计将会面临各种挑战 ,

只有不断地研究城市道路绿地所承载的各种文化、功能、生

态等问题, 才能设计建设出个性先明、结构科学的城市线性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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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

今后 , 西藏应进一步加强牧草种质资源评价与利用的

基础性研究工作, 探明重要牧草的生态型和农艺类型 , 加强

高抗牧草种质的利用。加大对野生牧草种质资源合理开发

利用的力度, 增加科研投入 ; 广泛搜集优良野生牧草种质资

源, 加强筛选、栽培驯化及品种选育工作 , 促进地方野生牧

草的推广利用。充分挖掘野生牧草的利用潜力 , 为西藏野

生牧草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技术保证 , 从而加快西藏草地

畜牧业发展的步伐 , 改善草地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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